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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别山太湖县刘畈乡这片红色
热土上，有这么一个团队，他们一直
在挖掘、创新当地的乡土文化，联动
村民，凝聚村民，通过儿童带动村
民，为乡村振兴赋能。

近日，记者来到刘畈村刘畈小
学， 20 名儿童正在社工的带领下，
举办帆布包绘家乡活动，这也是社彩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这里举办的“村
规民约倡导服务”系列活动之一。孩
子们手持画笔，尽情放飞想象，刘畈
村的风景正在孩子们的手下栩栩如
生，呈现在洁白的帆布包上，而帆布
包的另一面则是刘畈村的村规民约。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社工联
动村民代表共同制定了刘畈村村规民
约，以儿童带动家庭、家庭带动村居
的思路，通过绘画比赛和作品展出的
形式，让儿童和家长共同创作，让村
民参与投票支持。本次活动共征集作
品 487 幅，评选优秀作品 36 幅，线
下展出活动有 300 余人参与，线上展
出访问量达 63521 人次”，刘畈村驻
村工作队队员李超告诉记者。

为精心做好这项工作，社工室设
计了刘畈村“希望乐园”儿童关爱服
务项目实施方案，建立了“希望乐
园”阵地，组建了“希望工程”志愿
服务团队，依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
积极主动开展关爱帮扶、红色传承、
体能健康、品德培育等多样化关爱服
务活动，促进乡村儿童在成长环境、
身心健康和品德修养等方面多元化发
展，联合公益平台项目打造“希望乐
园”儿童活动阵地，为乡村儿童健康
成长营造了浓厚氛围。

刘畈村辖区内有刘邓大军刘家畈
会议旧址、邓小平住所、刘伯承司令
部等珍贵的红色资源，红色历史底蕴
深厚。社工室还紧紧围绕红色美丽村
庄建设试点工作，以在地的红色爱国
主义精神文化为依托，积极开展红色
主题墙绘、“希望讲堂”红色故事
汇、“童心向党”红色手工、“小红
星”讲解员和红歌大赛等活动，助力
刘畈努力打造远近闻名的“红色明星
村”。

“红色文化是刘畈村的特色资

源，社工积极挖掘驻村干部、村内乡
贤多方力量，组建了红色讲师团志愿
者队伍。他们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
悟以讲故事的形式走进校园课堂，截
止目前，我们累计开展希望讲堂系列
活动有四场，服务儿童 160 余人，不
仅传承了红色文化精神，更开阔了儿
童视野、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怀”，刘
畈村驻点乡村振兴社工费群对记者
说。

为了汇聚社会各界慈善力量，促
进刘畈公益事业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经过刘畈村村民委员会发起，刘
畈未来公益基金于 2022 年成立，社
工们为了让基金得到妥善的使用，还
群策群智制定了《刘畈未来公益基金
管理办法》，组建了包括村委、党
员、村民等共计 5 人的基金管理委员
会，秉承着“安老、助残、济贫、助
学”的宗旨，积极统筹各类社会资
源，精准对接村民需求。

今年 9 岁的胡同学，在读小学三
年级， 2 岁时父母离异，母亲不再与
家庭联系，父亲常年外出打工，胡同
学一直由奶奶照顾生活，奶奶健康状
况也不佳，开支巨大，父亲需要不时
停工到医院照顾奶奶，家庭收入低，
一直以来她都想要一个崭新漂亮的书
包，社工便通过未来公益基金渠道来
整合，满足了她的心愿。目前基金通
过爱心单位共筹集资金 5 万元，帮扶
了 64 名留守儿童，其中，生活补助
支出了 1000 元，发放了 50 份学习与
运动包、完成了 12 份儿童微心愿。

“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支持
下，农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仅
是物质方面的，还包括了很多精神和
其他层面的东西。基于此，我们千方
百计地成立了刘畈未来公益基金，旨
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推
动当地公益事业的发展。刘畈未来公

益基金的成立，在捐资助学、助困、
扶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经常说
公益基金就是一座桥，一方面连接着
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力量，一方面
连接着农村党员群众的需求。为了用
好公益基金，成立了由社工室、驻村
工作队、学校、村两委等多方力量组
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确保基金的管
理更加科学、合理、规范”，刘畈村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吴伟深有感
触地说。

一年多来，该村紧紧依托社会工
作室平台，把闲置空间变成希望乐园
阵地，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方向、儿童
服务为抓手、人才培养为支撑、红色
精神为纽带、微公益项目为媒介“五
个维度”，精准做好乡村治理中平台
搭建、村民参与、组织培育、文化传
承和资源盘活“五个环节”的有效衔
接，探索出了一条社工助力乡村振兴
新的实践路径。

“ 五 环 ”相扣振兴乡村
——— 我县首家村级社会工作服务室侧记

2022 年 1 月，安徽省民
政厅的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
兴服务项目落地刘畈村，挂

牌成立了太湖县首家村级社会工作服务室，社工室采用
“五环工作法”服务模式，从党建引领为方向、儿童服
务为抓手、人才培养为支撑、红色精神为纽带、微公益
项目为媒介“五个维度”，探索乡村治理中平台搭建、
村民参与、组织培育、文化传承和资源盘活“五个环
节”的有效衔接，取得了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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